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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环境问题日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农业环境问题更是受到政府和国
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梅旭荣主编的《中国农业环境》作为反映中国农业环境现状的蓝皮书，站在国家的高度，初步揭示了
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环境的影响，深刻揭示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农业自身发展、化学品投入
对农业环境的影响，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改善和保护农业环境的技术能力和政策措施。

《中国农业环境》从气候与气候变化、农业污染、产地环境、生物多样性农业利用、农业环境管理与
技术等方面研究分析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生产方式的农业环境问题形成的事实和本质，力求在推动农
业和农村等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农业生态和环境保护，重视资源高效利用，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
翔实的科学依据。

本书对于各级行政部门、立法部门的决策者、领导者和有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师生，以及社会公
众，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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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南方梅雨天气是指从中国江淮流域每年初夏常常出现的一段降水量较大、降水次数频繁的连阴雨
天气，因时值梅子黄熟时期故取其名。
又因这一时期温高、湿重、雨多，物体上容易受潮生霉菌，又名霉雨。
构雨天气一般历时一个多月，对南方水稻影响较大。
双季早稻正处于生长中后期的孕穗成熟期，植株茂盛，由于光合作用减弱和土壤透气性差，易发生纹
枯病等病害。
另外，孕穗期受涝，部分稻穗会死亡，有的虽然抽出穗，但多畸形稻、稻穗发育不全或空瘪粒的穗。
抽穗期受淹，植株缺氧，致使根系早衰甚至腐烂，不能吸收足够的养分，造成叶片早衰，因此会产生
白穗、畸形穗，多秕谷，对产量影响大。
水稻成熟期遇连续阴雨，会因田问湿度过大，造成稻穗发芽。
　　（三）低温灾害　　低温灾害包括零上低温灾害和零下低温灾害两种类型。
零下低温灾害主要包括霜冻、冻害、雪害等，是指作物生长季节内零度以下温度造成的作物损害。
霜冻通常发生在早春或晚秋作物正常生长季节里，而冻害主要发生在严寒深冬季节作物（如冬小麦、
果树等）越冬期间。
零上低温灾害主要包括冷害、寒害、寒露风等，是指零上温度条件下发生的作物生理胁迫或灾害。
在东北的夏季和南方的春秋季，作物正常生长期间发生温度持续偏低，影响作物生长发育甚至成熟。
在东北，以夏季低温冷害为代表；在南方，以寒露风为代表。
东北地区早霜和西北、黄淮、江淮春季的晚霜冻害发生频率较高，部分地区阶段性低温寡照较为严重
。
　　近50年来中国北方霜冻日数有明显减少趋势，变率的大小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华北、西北东部和东北西南部变率较大，其中华北中北部和西北东部年有霜日日数变率大，最大值
达30d／50年。
总体来说，东部地区的变率大于西部地区。
春天有霜日结束的日期普遍提前，提前日数最多的地区是西北东部、东北西南部和华北北部及内蒙古
大部。
秋霜冻日的开始日期普遍推后，其中西北东部、东北北部和长江下游变化最大。
　　黄淮麦区是中国冬小麦霜冻害的多发区，历史上发生频率一般为30％～40％。
但1981～2000年的20年里，却发生了九次，其腹地商丘发生频率超过60％，是历史上最频发的时期。
中国华南历史上很少发生霜冻，但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四次大范围严重霜冻害，一些热带作物受到毁
灭性打击。
　　统计1951～2002年东北三省5～9月的月平均气温和低温冷害指标，结果表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
末至70年代中期低温冷害发生较为频繁，灾害程度重，典型的低温冷害年有1954年、1957年、1969年
、1972年和1976年等，其中1969年、1972年和1976年这三年严重的低温冷害曾造成东北全区粮食减产30
亿kg。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生长季气温不断攀升，低温冷害出现频次迅速减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
以后，几乎没有出现大范围的严重低温冷害。
　　气候变暖大背景下霜冻发生有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北方霜冻初终日期变率加大、南方寒害也时有
发生。
例如，2004年入冬初期气候异常偏暖，随后突然降温，造成一些地区早播小麦及其他越冬作物较大面
积冻害，蔬菜生长也受到抑制。
　　（四）高温热害　　高温热害是指高温对植物（生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所造成的损害，一般
是由于高温超过植物（生物）生长发育上限温度造成的。
高温热害通常是高温伴随着干燥或潮湿天气，在南方水稻主产区以高温热害为主，在北方小麦主产区
以干热风为主。
除了对农作物，还对果树林木产生日灼，对畜、禽、水产鱼类产生热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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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气候变暖，高温热害有逐步加重的趋势。
　　高温热害对水稻危害敏感期是盛花-乳熟期。
水稻受害表现为最后三片功能叶早衰发黄，灌浆期缩短，千粒重下降，秕粒率增加，使开花灌浆期水
稻形成高温逼熟。
长江以南的早稻、早中稻、杂交稻的灌浆期正值盛夏，往往受其危害，广东早稻后期遇到持续高温干
燥的年份也会发生高温逼熟现象。
2003年安徽省受高温热害成灾的面积达500多万亩，减产10亿kg。
2006年江淮地区和南京地区受灾面积达百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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